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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绘《老人带娃，谨防跑偏》

有求必应、过度包庇……假期老人带娃太娇惯，怎么办？

放松不“放羊”培养好习惯

讲述：孙子“霸占”
手机，奶奶只能干着急

小泽是一名五年级的学生，
平时一有空就想玩手机，在他的
影响下，刚上一年级的弟弟也迷
上了玩手机，家里人为此没少着
急。期末考试刚结束，小泽兄弟
俩就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这

下两兄弟彻底放开了，一个举着
手机、一个托着ipad，一玩就是
好几个小时。无论爷爷奶奶如
何劝说，小哥俩就是听不进去。

小泽的奶奶韩女士说，最近
这几年，两个孩子刚一放假就被
送到我们这里。起初，我和孩子
爷爷担心孩子淘气，就让他们看
动画片，后来他们觉得没意思，

玩起了手机。没想到从一开始
玩半小时，到现在拿起来半天时
间也放不下。我们老两口劝不
动，儿子一回来看到俩孩子玩手
机就气不打一处来，一边埋怨我
们太娇惯孩子，一边对俩孩子吼
叫。现在我们老两口真是干着
急，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两个孩
子的寒假过得有意义。

建议：制订习惯养成
计划，每天进步一小步

天津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会
员、河西区关工委专家组成员井
春玲老师说，隔代教育的矛盾通
常会在假期凸显出来，老人对孙
辈有求必应、不讲原则、过度包
庇的表现往往会引发儿女的不
满。建议为人儿女者应该体谅
老人，他们精力不如年轻人充
沛、见识不如年轻人广博，应该
先对老人帮忙看孩子心怀感恩，
然后再跟老人共同约定假期教
育孩子的原则和方法。

井春玲老师建议，老人想带
着孙辈过一个充实、有趣，还很
有收获的假期，准备工作必不可
少。首先，在放假之初要跟孩子
商定“君子之约”，哪些原则必须
遵守、行为越界会受到哪些惩
罚、表现优秀又有哪些奖励等，
都要提前商定好。其次，制订一

个习惯养成计划，作为假期祖孙
每天生活的行动指南。再次，可
以开展祖孙竞赛，比如祖孙一起
读好书，看到美文后，不妨进行
晨读暮写比赛，或者进行家务劳
动比赛、剪纸比赛等。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帮助孩子提
高动手动脑能力的事。另外，老
人带孩子，虽然在时间安排上不
必过于紧张，但放松不等于“放
羊”，可以在行为习惯养成上多
下些功夫。一是让习惯养成可
视化，把习惯养成计划写出来，
贴在墙上或书桌案头，随时提醒
自己。二是习惯养成具体化，哪
些好习惯要养成、怎么做才能更
好地坚持下去，这些都需要老人
助孩子一臂之力。三是习惯养
成简单化，不要给孩子提过多、
过细的要求，目标要分阶段持续
跟进，以孩子短期内可以实现为
宜，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文 贾林娜

很多人对语文学科的印象
是知识点琐碎，不成系统，复习
起来难度大；只要多读书看报，
就能学好语文。这不仅是片面
认知，也是学习语文的最大误
区。现在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
时间，大家应该如何做到语文
的正确备考呢？这里从文言文
和作文两大考点进行分析。

一、高考文言文备考策略

在近三年的天津语文高考
试卷中，文言文都是考生们抢
占的“高地”，也是成绩的分水
岭。备考语文文言文要遵循
“立足教材，善事利器，精析真
题，巧法助考”十六字方针。高
考文言文命题从整体上看有以
下特点。

1.凸显“立德树人”的功
能，所节选的内容涵盖了理想
信念、爱国情怀、以民为本、法
治意识，强化正确世界观。

2.在整体答题上需要学生
具备圈点勾画关键信息、梳理
内容、积累识记的能力；译文会
意的能力；在读懂古文的基础
之上对关键信息搜索、整理、转
化的能力。

要想答好高考语文文言文
题目，同学们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做好准备。

1.在疏通语境意的基础
上，进行上下文联系的分析判

断,答题时不存在单一的积累识
记辨别，更注重的是从原文中
获取信息，情境性、关联性更强,
注重关键信息的搜索，并且圈
点勾画关键信息。

2.复习时，要特别关注以
下几方面。包括：文言实词和
虚词分类及推断；文言句式的
概念和判断方法；建立在文言
词汇积累和古今异同辨别基础
上的语言转换，强调文言知识
结构的构建和整合；侧重训练
联想、类比、引申等思维；人物
事件归因定向分析；内容筛选
概括界定条理化。

文言文专项自有一套系统
且完整的评价体系。同学们在
复习时还要重视文本选材。
2022年、2023年文言文选材趋
于多样化，不再像以往以叙事
议论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和山
水游记，突破了2020年以前从
“二十四史”中选择人物传记的
取材方式。发展到多类史书，
甚至从杂史小说中选材。

建议同学们在现阶段复习
文言文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1.全面回归教材，夯实文
言基础，包括：全面回归教材、
建立知识框架、整理课本注释、
结合一轮用书。

2.拓展选材范围，驾驭多
种文本。

3.深入研究真题，掌握命
题规律。

4.量化知识积累，强化整
理运用。

二、高考作文备考策略

比对近几年的天津高考作
文题可以发现，思考人生成长、
关注社会生活，是天津高考作
文命题的一贯主题。2023年以
周恩来总理在天津南开学校读

书时写的一副自勉对联“与有
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为引导语，以“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与挑战，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责任和担当”为提示语，提
醒考生思考“交友”“读书”“责
任”“担当”的话题，命题熟悉而
又亲切，保持了天津卷一贯的
命题思路。天津卷的作文命题
结构稳定，风格大体一致，设计
友好，要求清晰，总体实现了命
题高水准、试题高质量的目标
要求。

2023年天津高考作文总体
突显的是立德树人的宗旨，这
是教育方针的规定，这个方向
不会变。这个标准实际上也是
一线教学的目标和宗旨，是备
考作文的指向标。从命题风格
上看，各地的命题形式各有千
秋，但天津卷“文艺范”的风格
自2018年以来，基本没变。从
现在到考前，同学们的作文训
练依然可以在这方面的命题材
料上多下功夫，使自己的写作
文风适应这个“文艺范”风格的
命题形式，并加以强化。同时
在文章中要展开针对性分析、
多角度思辨，以此展现自己的
写作能力和思维品质。

未来的高考考什么，国家
高考评价标准也说得很清楚：
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
养、核心价值。用这四句十六
字来衡量一下2023年各地的
高考考题，可以说是题题都在
落实评价标准。像天津卷的命
题风格就是语文学科素养的标
准体现。同学们找准命题标
准，备考作文就会有的放矢，再
以此为基础储备作文素材，就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荆俊娜，状元100学科带

头人，骨干教师；专注于高考语

文考试研究与教学，长期从事

高三教学；编写《15天搞定古代

文化常识》《天津高考语文真题

考点精讲与分类详解》等。）

我与手机有个“约定”
薛博雅

爱是阳光，爱是流水，在家
长和孩子之间不断流动，而且
越流越多，最终汇成爱的海
洋。而约定是堤坝，如果没有
堤坝，家长对孩子的爱就成了
溺爱，会让孩子受到伤害。近
些年备受推崇的正面管教的教
育方式，正是强调了和善而坚
定的原则，约定是正面管教的
重要内容，就像一个坚定的堤
坝，维护着满满的爱。

现如今，父母对孩子使用
手机这件事，往往都是非常焦
虑的。实际上，家长不用把这
件事当成洪水猛兽，觉得非常
糟糕。要知道，人机互动的能
力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将会
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在给孩子
手机前，来个约定，让孩子参与
到对计划的制订中来，让他有
一定自主决定的权利。在达成
约定的过程中，家长要尽量听
取孩子的意见，千万不能把“约
定”变成父母单方向的“命令”。

一、约法三章

家长可以和孩子制订一
份手机使用守则。首先，要明
确告诉孩子一个道理，即埋头
看手机这件事，永远没有抬头
看身边的世界、关心身边的人
和事来的重要，手机并不是我
们生活的全部。其次，看手机
需要限制时间，时间长短可以
由家长和孩子商量后共同决
定，注意不要在写作业、睡觉前
玩手机。手机不能带到学校
去，告诉孩子要学会和同学面
对面交流，这是基本的生活技
能。再次，如果这部手机让孩
子的学习和生活变得一团糟，
那么家长有权利收回手机。

二、给予奖励

在制订手机约定时，家长

可以和孩子一起计划达成约
定后的奖励。要少说“不”，多
说“可以”。比如：“如果你完
成了约定，你可以做户外活
动、制作美食”，孩子会朝着积
极的方向努力，他完成目标的
可能性就更大。很多孩子之
所以沉迷于网络无法自拔，归
根结底是父母的陪伴和沟通
不够。有时孩子会情绪多变，
他自己一个人生闷气或者跟
家长耍脾气时，家长会觉得
烦，怎么哄都不听，这时候就
拿出了“大法宝”——手机。
而孩子的手机瘾多半就是这
样染上的！父母可以积极安
排一些与孩子互动的亲子活
动。在手机使用这个约定上，
用类似“做户外活动”“制作美
食”这样的激励方法，还可以
转移孩子对手机的注意力，一
举多得！

三、以身作则

有些家长可能会说，我试
过和孩子约定手机使用守则，
但是没有用。那是因为孩子
觉得这份守则只针对自己，太
不公平了。建议家长要以身
作则，和孩子约定好亲子活动
的时间并付诸行动。陪孩子
时，不玩手机，可以提前将手
机静音，并且不让手机暴露在
孩子眼前，比如使用手机管理
盒，保证家长的陪伴是一心一
意的，这样传达给孩子的是正
面的反馈。高质量的陪伴，不
仅仅是“在一起”，要在有限的
亲子共处时间里，让陪伴有趣
又高质，是需要家长努力的方
向。约定，我们要跟孩子一起
遵守！
（作者系和平区四平东道

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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